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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乐山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乐山市监察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的指导帮助下，前后历时三年，《乐山市纪检监察志》顺利完稿，感到十分

欣慰，值得祝贺。这是我市纪检监察机关精神文明及文化工程建设的又一硕果，也

是全市纪检监察干部的夙愿。

新修的《乐山市纪检监察志》，以较为翔实的资料，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建国以

来乐山市纪检监察事业的历史演进及其机构、冬员的变化，重点反映了半个世纪特

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强教育、查

处案件、执法监察、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源头治腐、群众信访、自身建设等方面所作

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成效，以及在维护党风、政风和党员干部形象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基本体现了专业特点。

编修《乐山市纪检监察志》是一项全新而又艰巨的工作。参与修志的同志始

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按照编修新方志的要求，把握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经过

艰苦努力，数次修改，终使本志面世。本志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以期为领导决策提

供历史参照，也为当代和后代提供历史借鉴，起到资政、教化、存史、交流的作用。

本志在编修过程中，得到有关方面和有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同志们的大力

支持帮助，也凝聚了编写人员的辛劳。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走粕再。

中共乐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赵 田

2007年12月



凡 例

凡 例

一、以求真、存实、留信史为目标，力求全面、准确、系统地记述乐山行政区域内

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工作、国家行政监察工作史事。本着宁缺勿滥原则采撷史料。

二、上限自1950年，下限至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乐山行政区

划历有调整，在《前言》中简略交待。

三、纪检志与监察志独立成编，依时为序划分章节。设《附录》，记述中共眉山

地委友其纪律检查委员会概况；选介受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省委、省政府表彰

奖励先进纪检监察干部事略；各个不同时期的典型案例；记事补遗，记载正文中未

收录的纪检监察史事。

四、用规范汉语文记述。文字、标点、计量采用国家规范标准；当时史料中使用

的市制单位保持原貌。

五、采用资料以乐山市档案局、中共乐山市(地区)纪委、乐山市(地区)监察局

(人民监察委员会)档案资料为主，同时采用《中共乐山市委大事年表》、乐山市(地

区)人事科(局)部分史料，不再加注。引用档案原文(含摘引)，以楷体汉字表示。

简称、缩语、省语、专(特)用名词，以及编纂者认为需要提示和说明之处，随文作

注。

六、全部史实及结论性、认定性、总结性、经验性用语，均源出纪检、监察机关及

权威部门当时文件档案，无涉编纂者立场观点。

七、力图大而全、多方位地搜集、整理、综合历史资料，不刻意追求谋篇布局的

规范合理。

八、某些与纪检监察工作存在关联的历史背景，由编纂者根据史料作简略介

绍，注意与纪检、监察史事区别，不致混淆。

九、编写本志所搜集资料，保留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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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久远，人事更替，机构迭变，文牒遗散，启承接转，关系错杂，使《乐山市纪

检监察志》资料搜集和编纂工作充满困难。加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与国家监察机

关几经分合，监察机关建而撤，撤而建，机构中断三十年；纪检与监察工作的对象和

内容多有重复交叉，相似、相近、相类、相同之处甚多；内部组织、上下关系、隶属权

限历有变化，且乐山地区行政区划多次改变，各种线索曲折迷离；上级历年要求有

别，资料体例各异，风格多变，概念错杂，头绪纷繁，体倒安排、谋篇布局殊属不易。

涉及档案资料二千余卷，不同资料对于同一事件的记述时有差异，虽多方考据，亦

难保无失。

从尘封已久的馆藏档案中，发现多篇以初稿形式保存的珍贵史料。初稿者，虽

有堆砌素材之虞，却亦更加真切可信。

幸有纪委老领导帅希贤诸公作有前期准备，纪检监察部门领导重视，科室关

心，各方支持，同仁协力，志办指导，市人事局在史料上给予支持，累经三载辛劳，终

至成编在案。

早在1927年初，乐山境域便有中共党员，随后建立党的地下组织，时断时续，

延至1949年。但人员流动，组成复杂，形势险恶，均无文字资料留存。所见今人收

具史料，均无乐山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纪检机构与纪检工作的记述。国家监察始于

秦皇，历代均建监察机构，民国亦然。直至1948年，中华民国政府尚新设川康监察

专区，委命官员。然而，乐山地区民国史料对此竞无只字片言，更无现成资料可资

利用借鉴。因之，本《志》对乐山地区中华人民共争国成立之前的纪检监察工作了

无记述。有待后继补此缺失，殊无遗憾。

本《志》采用表格据档案资料制作。这些表格多由中央纪委、国家监察部统一

规制。对其中无统计内容的栏目均作删减，并将横式表格改为竖式，以便排印。

纪检监察工作历来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束

以前近三十年间，各种政治运动连绵不绝，纪检监察工作随之转易，一些工作已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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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匪夷所思；改革开放二十八载，形势日新月异，新情况、新提法、新工作层出不

穷，更让读者目不暇接。这就使得某些重大背景的介绍成为必须。虽则如此，也无

法使行文通达如一，风格前后相贯，而且难免重复拉杂。

建国以来，有过两次规模浩大的甄别活动：一是1961年8月至1963年7月，

对1959年反右倾以来各项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理的全体干部进行甄别；二是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复查历史老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从复查解放

前处理的一些案件开始，涉及上万名党员、干部和其他人员，历时近10年。对这两

个部分，皆列专节记述。

历史是过去了的时间和空间，因而需要介绍乐山行政建制沿革o

1950年1月12日，成立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乐山区专员公署；2月，井研县由资

中专区划入，乐山专区辖乐山、犍为、井研、峨眉、沐川、峨边、马边、雷波、屏山9县。

五通桥建制沿革曲折：1951年10月由犍为县第八区划出，成立五通桥市(县

级)；1959年3月撤销建制，为乐山县属区；1962年2月恢复五通桥市建制；1964

年5月改设地属五通桥区；1979年11月为县级乐山市属区o

1953年3月撤销眉山专区，原属眉山、彭山、青神、丹棱、洪雅、夹江6县划归

乐山专区，乐山专区辖16县市。

1955年10月，雷波、马边、峨边3县划归凉山彝族自治州，马边、峨边由乐山

专区代管o 1957年2月，屏山县划归宜宾专区o 1958年10月，仁寿县由内江专区

划归乐山专区。乐山专区辖15县市o

1959年3月，撤销彭山、青神县建制，并入眉山县；撤销丹棱县建制，并入洪雅

县o 1962年7月，恢复彭山、青神、丹棱县建制。

1968年3月，成立乐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9年4月，撤销乐山地区革命委员

会，成立乐山地区行政公署。乐山地区辖15县区。

1978年5月，峨边县第二区划出，成立金口河工农示范区(县级)；1979年10

月更名为金口河工农区。

1979年11月，撤销乐山县建制，成立乐山市(县级)。

1984年4月，撤销马边、峨边县建制，成立马边、峨边彝族自治县，仍由乐山地

区代管。

1985年2月，撤销乐山地区，成立乐山市；原县级乐山市属地划为乐山市市中

区、五通桥区、沙湾区；金口河工农区更名为乐山市金口河区。乐山市辖4区13

县；马边、峨边两彝族自治县结束代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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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9月，撤销峨眉县建制，成立省属峨眉山市，由乐山市代管。

1997年6月，眉山、彭山、青神、仁寿、丹棱、洪雅6县从乐山市划出，成立眉山

地区。乐山市辖4区、4县、2自治县，代管峨眉山市。

本《志》编写过程的始终，得到市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同仁的关心指导。在筹

备阶段，夏玉政同志亲临讲解方志知识；初稿完成之后，周德平同志仔细阅看，提出

具体修改意见。遗憾的是，我们未能全部采纳这些意见。

本《志》依时设章，不合方志体例规范，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一是为最大限

度地汇集和记载史料，以求尽可能地反映纪检监察机关的曲折历程和工作全貌，便

选择了这种较能实现以上初衷的式样；二是出于克服或回避某些技术性难题的考

虑。比如，表格是反映和记载纪检监察工作的重要方式，书稿却要避免表格的堆

砌；又如，各个不同时期纪检监察机关的地位、作用，直至称谓和工作内容差异很

大．横排的起点也就各不相同，顺时纵述起来，反而易使读者茫然不知头绪。更大

的原因在于，本《志》所涵盖的大半时间，处于交错不绝的政治运动之中，每一运动

都有组织处理阶段，因而纪检监察工作在客观上成为这些运动的一个环节，依时设

章较易于反映这种实际。

本志的依时设章，存在着自身的内在联系。就纪检志而言，略述如下：

1950一1956年，共和国初创，巩固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务之急；军

管制过渡到首长削，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并无根本改变，纪捡工作直接听命于首

长，以清查历史问题、纯洁干部队伍，查处经济问题、男女关系、破坏一化三改造运

动等案件为工作重点。

1957一1965年，由上而下推行的政治运动最为集中，左的路线和政策与热情

高涨的民众相结合，许多冤假错案借纪检之名而行。处于尴尬境地的纪检机关和

纪检干部，固然要执行和维护当时的政策，但偶遇时机便敢冒风险维护纪律的尊

严，不顾吉凶地仗义鼓呼、为民呐喊，留下了特定时期的感人风范。

1966一1977年，大体属于文革及其余绪期。然而在天下大乱之前和中共九大

之后，纪检工作却在艰难地进行。这种特殊时期的纪检工作，依然有记载的必要和

价值。

1978一1991年，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推动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

纪检工作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正本清源和除旧布新，表现为耗时10年的复查历

史老案，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以及向大转折时期新的不正之风开战o

1992—2006年，自从发表邓小平南巡谈话，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成为最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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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各行各业为经济高速发展保驾护航。各式各样的经济犯罪、规模化的腐败、行

业性的歪风成为空前突出的问题。纪检机关在护航与反腐中左右冲杀，提出源头

防腐和治标治本的任务，工作难度空前加大。2003年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

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重大指导思想。纪检工作在

这一时期的探索和创新最为明显。

监察志的依时设章，除了类似于前述的原因之外，主要是依据监察机关及监察

工作所走过的客观历程。

1950—1959年，是监察机关建立、撤销，再建立、再撤销的时期。缺乏法律和

刚性制度的支撑，建撤由人。特别是1958年的再建与1959年的再撤，致使在中国

持续两千多年的国家监察机构，在新中国整整中断30年。监察，要求一切国家机

关及其工作人员廉洁、勤政、依法。对于不受约束的领导者和不受约束的政治、经

济运动而言，离了撤销别无他途。自此，干部惩戒工作由政府人事部门接管，中共

九大后，由党委组织部门兼管，1981年复由政府人事部门负责政纪处分工作，直至

1988年重建监察机关。尽管人事部门、组织部门的同志尽心尽力，毕竟没有专门

机构，也几乎没有专职监察干部，职权小了，力量弱了o

1988年重建监察机关，经历了独立开展工作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两个阶

段。

如果说这部志稿有些好处的话，就是比较翔实全面地记载了真实的史料，可能

会达到存史的目的，进而也能够给人一些启迪或借鉴。这部沉甸甸的书稿，名为

《乐山市纪检监察志》。何以为志?志者，记也，识也。唐太宗李世民被称为中国

封建社会的一代圣主明君，他的重要谋臣、诤臣，一代贤相魏征病逝后，太宗尝谓侍

臣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

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作为封建帝王，

能够如此对待历史和诤言，确属难能可贵；作为当今的共产党人和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应该秉承发扬这种态度和胸襟。

事物发展总是在自我扬弃中实现的。作为政党、国家和个人，这种扬弃，就是

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即毛泽东主席所言，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

正错的。这也就是编写本《志》，实现由记到识的目的所在。

本《志》不可避免地存在疏误，有劳纪检监察战线的同志们和读者指正o

《乐山市纪检监察志》编纂小组

200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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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乐山市委副书记
中共乐山市纪委书记

李崴林

中共乐山市委常委
中共乐山市纪委书记

赵日

缯委

辱文

1993 9—20()()12

中共乐山市委常委
中共乐山市纪委书记

王志睛

e戆o

Administrator
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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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2 7—1953 7

乐山专署人民监察处处长

董启幻

1988 1—199f)6

乐山市监察局局长

李宗海

2f)()1 8—2Ⅲ)4 12

乐山市监察局局长

李龟东

乐山专署人民监察处处长
叶富学

乐山专署监察处处长

冯炳恒

1990 6 2(洲1 2

乐山市监察局局长
穗青山

乐山市监察局局长

袁加乐

2r)()0 2 2()(¨8

乐山市监察局局长

垂全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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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24—25日．

监察部部长尉健行(后排

右二)在乐山视察。

阳- ! j

t988年2月11—14日．

中央纪委书记乔石(右一

在乐山视察。

1989年3月22日．中纪委副书记李正亭

左三)在乐山视察。

1989年3月22日，省纪委书记曹庆泽(右

二)在全市纪栓工作会议上讲话。



199n年1n月14日．

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

(左二)在乐山视察。

1 996年1()月23日

中纪委副书记侯宗宾

(左三)在乐山视察

1993年4月22日，监

察部副部长何勇(右三)

在乐山视察。



1998年12月3日．

监察部副部长左连壁

(右三)在乐山视察，



1997年11月28日，蒙

古人民共和国监委代表固

团长选士布尔(中)在乐

山参观视察．

2㈤0年9月8日．加纳

廉政委员舍访芈团团长埃

米尔·弗朗西斯·肖特

(右二)在乐山访问。

2(m0年7月1日．古巴

共产党中央委员、部长会

议执行委员和干部委员套

执行秘书(主管干部纪律

格柱迪斯·贝赫拉诺(左

五)在乐山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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